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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康复护理在胃肠外科中的应用
李  冰   （容县人民医院  广西容县  537500）

摘要：目的　探讨快速康复护理在胃肠外科中的应用效果。方法　以我院 2016 年 9 月～ 2017 年 8 月接收的胃肠外科手术患者 46 例作为

对照组，2017 年 9 月～ 2018 年 8 月接收的 46 例作为康复组。全部患者都进行了常规护理措施，康复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快速康复护理。结
果　两组术后排气时间、排便时间、下床活动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比较，康复组明显优于对照组，差异显著（P<0.05）。结论　快速康复护理应

用于胃肠外科中，能够缩短患者术后各项功能的恢复时间，加快患者的康复速度，值得推广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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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人们对医院的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由于胃肠外科手

术较为特殊，患者术后容易出现并发症，这对治疗效果与预后都存在

较大影响。所以，胃肠外科手术的全过程都应该加强护理服务，通过

有效的护理干预来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。快速康复理念是上世纪 90

年代诞生于欧美国家的一种医疗服务理念，经过不断的完善和发展，

在临床上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 [1]。快速康复应用于临床手术的患者中，

能够改善患者的手术应激反应，促进术后康复。为了探讨快速康复护

理在胃肠外科中的应用效果，笔者经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同意，对我院

92 例胃肠外科的护理方案进行以下分析。

1 资料与方法

1.1 一般资料

以我院 2016 年 9 月～ 2017 年 8 月接收的胃肠外科手术患者

46 例作为对照组，其中男 25 例，女 21 例；年龄 22 ～ 74 岁，平均

（56.74±2.57）岁；手术类型有结肠与直肠手术15例，胃部手术24例，

其他手术7例。以2017年 9月～2018年 8月接收的46例作为康复组，

其中男 26例，女 22 例；年龄 25 ～ 72 岁，平均（56.61±2.81）岁；

手术类型有结肠与直肠手术 13 例，胃部手术 25 例，其他手术 8 例。

所有患者均了解且同意参与本次研究，签署知情同意协议。对比两组

的一般资料，差异较小 (P>0.05)，具有较好的可比性。

1.2 护理方法

本次纳入的全部患者都进行了常规护理措施，康复组在此基础上

实施了快速康复护理。快速康复护理内容有：（1）心理干预。通过

观察和倾听患者的动作与语言来了解患者的心理活动，并对其不良的

心理状态进行沟通疏导，让患者保持乐观、积极的就医心态，并树立

快速康复的信心，对自己术后的生活充满希望。（2）术前的健康教

育。护理人员通过查阅资料或询问医生的方式来全面了解患者的疾病

类型、治疗方式、恢复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等，然后将这些信息与资

料进行归纳总结，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及家属讲解，增加患者

对疾病资料、用药知识、治疗知识的了解，从而缓解他们的焦虑与担忧。

（3）做好术前准备工作。在开展手术前 3 小时内，先指导患者静脉

滴入 5% ～ 10% 的葡萄糖溶液 200 ～ 300ml，也可采取术前 2 小时静脉

滴注 5% 或 10% 的葡萄糖盐水的方式 [2]。（4）术中的护理与配合。在

开展手术时，注意为患者做好保暖措施，调整好室内的温湿度，将手

术室的温度保持在 25 ～ 28℃，湿度保持为 45% ～ 60%，需要输液的

调整好输液速度，预防心脏及其他并发症；配合医生完成手术 [3]。（5）

术后康复干预。为了促进患者的康复，术后一定要加强疼痛护理，手

术实施过程中为患者安置 1 个镇痛泵，并准备适量的止痛药，保证止

痛效果，促进患者早期下床活动。床下活动能够促进患者胃肠功能的

康复，缩短排气排便时间，从而促进患者早期饮食的改善，减少营养

液滴注量，使其能够早日恢复健康。对于不能下床活动的患者，也应

该积极进行床上活动，可通过翻身、伸展四肢的方式来促进胃肠蠕动，

便于胃肠道功能的恢复。

1.3 观察指标

分别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胃肠道排气时间、下床活动时间、

排便时间以及住院时间。

1.4 统计学方法

将需要研究对比的资料使用 SPSS23.0 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。以

均数 ± 标准差 (χ±s) 表示计量资料，通过 t 检验数据差异；以率

(%) 表示计数资料，通过 χ2 检验。P<0.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2 结果

两组术后排气时间、排便时间、下床活动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比较，

康复组明显优于对照组，差异显著（P<0.05）。相关数据见表 1。

表 1：两组术后的相关功能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（χ±s，n=46）

组别
排气时间

（h）

排便时间

（h）

下床活动时间

（d）

住院时间

（d）

康复组 24.67±8.92 73.12±13.05 5.14±0.45 8.16±1.54

对照组 54.62±11.57 95.34±18.06 9.65±0.78 13.77±2.29

t 10.37 8.09 6.48 7.03

P <0.05 <0.05 <0.05 <0.05

3 讨论

胃肠外科手术涉及到的种类较多，且患者术后饮食、活动、排便

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且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，降低患者的治疗效

率，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。所以，必须减少术后并发症、提高术后康

复速度，让患者享受到良好的就医待遇。胃肠外科手术后患者的康复

效率与术前、术中、术后各阶段的护理质量存在很大的关系，特别是

术后的护理干预，对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以及并发症的减少具有非常

重要的意义 [4]。术后，疼痛程度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活动、情绪、手术

创口的愈合以及进食效果，所以，术后必须重视疼痛干预，减少疼痛

对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。此外，还应该加强饮食上的合理规划和调整，

保证患者的基本营养需求，应避免食用刺激性和难以消化的食物，防

止胃肠粘膜受到不良刺激[5]。术后活动也是影响患者康复的重要因素，

应结合患者的病情，鼓励患者积极进行床下活动，以促进全身血液循

环及胃肠功能恢复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。

长期以来，我院的胃肠外科手术都采取常规的护理方式，保证了

患者的基本护理需求，而对于并发症的控制以及促进术后康复方面却

没有明显的优势。现阶段，我院通过参观国内外医院良好的护理模式，

再结合本院的实际情况，对胃肠外科的护理模式进行了一定的改进，

并将快速康复护理理念融入到护理服务中，为患者提供心理、生理、

手术等全方面的护理服务，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，也加快了患者术后

的胃肠功能康复速度与手术创口愈合速度。

综上，本次研究中对照组仅采取了常规护理措施，康复组在此基

础上进行了快速康复护理干预，研究结果为，观察组术后排气时间、

排便时间、下床活动时间以及住院时间与对照组比较，康复组明显优

于对照组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（P<0.05）。因此，快速康复护理应用

于胃肠外科中，能够缩短患者术后各项功能的恢复时间，加快患者的

康复速度，值得推广应用。

参考文献

[1] 朱坤 . 快速康复护理模式在普外科患者术后应用中的效果观

（下转第 270 页）



·临床护理·

·270·

航空军医2018 年第 46 卷第 13 期 2018,Vol.46,No.13

（上接第 269 页）

察 [J]. 重庆医学，2017(A01):457-459.

[2] 朱小洁 . 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胃大部切除术病人护理中的应

用 [J]. 护理研究，2018(7).

[3] 周婷 . 快速康复护理在胃肠外科中的应用效果探讨 [J]. 现代

医药卫生，2017，33(22):3481-3482.

[4]唐梅 .快速康复护理在胃肠外科中的应用效果[J].人人健康，

2017(18).

[5] 麦结珍，宁燕文，温文敏 . 快速康复护理在普外科手术患者

中的应用 [J]. 齐鲁护理杂志，2018(4):92-94.

护士分层级使用在综合内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体会
郑金棠   （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  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  福建漳州  363000）

摘要：目的　分析在综合内科护理管理中采用护士分层级使用的效果和意义。方法　随机选取本院综合内科护理人员26例，随机分成两组，

实验组和对照组，对照组采用医院常规护理管理方法，实验组采用护士分层级使用护理管理模式。经同周期护理后，分析两组的护理满意程度

和护理质量评分。结果　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出 25%；实验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比对照组高出 14.45 分。P<0.02。讨论　护士分层级

使用护理管理可以提高内科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，提高护理质量，还可以优化内科内部护理人员结构，实现内科护理人员协调配合，因此，值

得在各个科室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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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内科是医院病种最复杂的科室，内科患者病情变化快，年

龄分布广泛，综合内科中包括消化系统疾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、呼吸系

统疾病等等，这些疾病中有很多危重患者，对治疗技术与护理要求很

高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失误。[1] 护士分层级使用是一种规范化、

分级化的护理管理模式，可以提高护理治疗，本文就对护士分层级使

用在内科护理管理的应用效果进行详细的分析与阐述。

1 资料与方法

1.1 一般资料

随机选取本院综合内科护理人员 26 例，随机分成两组，实验组

和对照组。13 例对照组护理人员中男性有 1 例，女性 12 例，年龄均

在 21 岁到 40 岁之间，平均年龄大约为 26 岁，护理经验都在 1 年到

22年之间，平均6.2年，对照组中有1名主管护师，3名护师，9名护师。

实验组中男性 0 例，女性 13 例，年龄均在 20 岁到 39 岁之间，平均

年龄大约为 25 岁，护理经验都在 1 年到 23 年之间，平均 6.7 年，对

照组中有1名主管护师，4名护师，8名护士。分析以上两组基本资料，

得出 P值大于 0.05，因此，没有统计学意义。

1.2 方法

1.2.1 组内分工：实验组的 13 例护理人员进行组内分工，护士

主管为总负责人，其余 12 名护理人员按照工作经验，工作年限、学

历高低等分成不同的护理等级，由高到低分别是责任组长（小组长）、

高级护士（一级护士）、初级护士（二级护士）、助理护士（三级护士），

然后按照等级评分为 3组，每组 4人。[2]

1.2.2职责分配：护士主管负责3组成员护理工作的评估与考核，

起到整体监督与管理的作用；护师主管每周要对各个小组的护理工作

进行评价与考核，建立小组组内反馈机制，及时反映每个护理人员的

问题，及时改正；负责组长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护师主管工作，护师主

管是小组的组长，负责小组成员日常工作的总结与汇报，对组内成员

进行监督与管理；高级护士主要负责内科重症患者的护理，还有对医

院护理进行整体性规划与整合，定期进行病情评估、制定组内每周 /

每天的护理计划，对初级护士和助理护士进行临床指导；初级护士的

主要工作是按照高级护士制定的护理计划开展护理工作，以身作则，

带动助理护士的护理积极性；助理护士的主要职责是对辅助组内其他

成员的护理工作。[3]

1.3 评价指标

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进行护理满意度与护理质量评分比较，其

中，护理满意程度用满意度调查问卷形式分析，采用百分制，100 道

题，1 题 1 分，调查问卷由护士长和护师主管制定，主要内容围绕综

合内科治疗护理方面开展。90分-100分为满意、75-90分为比较满意，

75 分以下为不满意。护理质量评分以两组负责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

程度、患者病情、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和患者生活质量综合表示。

1.4 统计学方法

本次实验中所有数据均统一计量，全部使用医院通用的统计学

软件 SPSS21.00 进行数据分析和计算，以 P 值表示数据或结果是否具

有研究意义。当 P<0.05 时，说明具有统计学意义，研究有意义，当

P>0.05 时，则无意义。

2 结果

实验组护理人员的护理满意度为 99%，对照组护理人员的护理满

意度为84%，实验组护理人员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比对照组的高出很多。

实验组的护理质量评分为 96.49 分，对照组的护理质量评分为 82.04

分，实验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，P<0.03。

3 讨论

护士分层级使用是一种新型的护理管理模式，通过实验结果可

以看出，采取护士分层级使用的组护理质量和满意度均比普通护理管

理的小组得分高，因此，护士分层级使用可以提高科室的整体护理部

质量。护士分层级使用和传统护理模式相比，更加合理化与人性化，

传统的护理模式中，一个护士长负责整个科室护理人员的日常管理工

作和监督工作，力不从心，而护士分层级使用则是一个护师主管负责

4 个小组，每个小组由组内小组长进行日常的监督与管理工作，不仅

增加了科室不同级别护理人员之间的沟通与交流，还可以提高初级护

士和助理护士的护理能力，提高科室护理工作效率与质量。[4] 护士分

层级使用实际上就是企业人力资源结构组成，以树枝分叉型体系进行

一层一层之间的管理，每一层都可以相互沟通，构成了综合内科中大

的护理人员联络网络，优化了科室工作结构和人员配置。

综上所述，护士分层级使用可以提高护理质量，提高护理工作

相互配合协调性，患者的护理效果非常显著，利于患者康复治疗，因此，

值得在医院其他科室中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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